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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胃固有层神经鞘瘤的临床病理特点以及内镜切除与手术切除成本效益的

比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在南京鼓楼医院确诊的 ３８ 例胃神经鞘瘤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ｓｃｈｗａｎｎｏｍａｓ，ＧＳ），将其分为内镜切除（包括内镜黏膜下挖除术、内镜全层切除术）组 １７ 例和

手术切除组 ２１ 例，并对其并发症、完整切除率和成本效益等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患者中男 １１ 例

（２８ ９％）、女 ２７ 例（７１ １％），年龄（５２±１０）岁（４１～６３ 岁）。 ＧＳ 最常见于胃体（７１ １％，２７ ／ ３８）和胃窦

部（２１ １％，８ ／ ３８）。 ３８ 例病灶均为隆起型，肿瘤长径（２ ５±１ ２）ｃｍ（０ ６～４ ５ ｃｍ）；内镜超声检查术发

现 ６０ ５％病灶为异质性低回声，３９ ５％（１５ ／ ３８）病灶为低回声。 内镜切除组完整切除率为 １００ ０％
（１７ ／ １７），中位手术时间５４ ｍｉｎ，１１ 例（６４ ７％，１１ ／ １７）患者出现穿孔，均经金属夹或金属夹辅助的荷包

缝合完整封闭创面。 与手术治疗组相比，内镜治疗组住院时间明显缩短［（４ ６±０ ６） ｄ 比（９ ６±４ ４）
ｄ，Ｐ＜０ ００１］，首次进流食的时间明显缩短［（１ ２±０ ４）ｄ 比（２ ７±０ ７）ｄ，Ｐ＜０ ００１］，住院费用明显降

低［（２１ ９６５ ０±９ ３４２ ４）元比（３４ ２５３ ３±１０ ５２０ ９）元，Ｐ＜０ ００１］。 组织标本中 Ｓ１００ 均阳性；中位随

访时间 ３４ 个月，随访期间未发生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 结论　 内镜切除术对于固有肌层的 ＧＳ 的诊

治是安全、有效的，相比外科手术有更高的经济效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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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鞘瘤是来源于许旺（Ｓｃｈｗａｎｎ）细胞的良性

肿瘤，常见于头部和颈部，而胃肠道中很少见［１］。
胃肠道神经鞘瘤最常见于胃部，由于其临床表现及

内镜 特 征 无 特 异 性， 所 以 胃 神 经 鞘 瘤 （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ｓｃｈｗａｎｎｏｍａｓ，ＧＳ）与其他胃黏膜下肿瘤难以通过典

型症状和内镜特征进行鉴别，ＧＳ 的诊断主要基于手

术切除或内镜超声下细针穿刺活检（ＥＵＳ⁃ＦＮＡ）标

本的病理及免疫组化结果［２⁃４］。 虽然 ＧＳ 大多是良

性病灶，有报道内镜黏膜下挖除术（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ｂ⁃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ＥＳＥ）和内镜全层切除术（ ｅｎｄｏ⁃
ｓｃｏｐｉｃ ｆｕｌ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Ｒ）可完整切除胃黏

膜下肿瘤和 ＧＳ 病变，且术后预后良好［５⁃８］，但也有

少数 ＧＳ 呈恶性病灶的报道［９⁃１１］。 截至目前，ＧＳ 的

标准化治疗方案仍未建立，故 ＧＳ 的诊断和治疗仍

存在挑战。 本研究中，我们对 ＧＳ 的临床病理、内镜

及超声特征等进行统计分析，比较内镜切除组与手

术切除组的成本效益，探讨内镜下切除固有肌层的

ＧＳ 的治疗是否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我们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在南京鼓楼医院确诊的 ３８ 例 ＧＳ，并
将其分为内镜治疗组和手术治疗组，收集患者的

临床特征、常规白光内镜、超声内镜、组织病理学

特征、手术相关不良事件及随访结果。 患者在内

镜及手术治疗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方案经

南京鼓楼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文号：２０１９⁃
０５０⁃０１）。

２．内镜超声检查术（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ＵＳ）：常规观察病变大体形态（根据巴黎分类） ［１２］、
选择适合的超声探头（ＵＭ⁃ＤＰ２０⁃２５Ｒ，日本奥林巴

斯公司）或（ＧＦ⁃ＵＥ２６０⁃ＡＬ５，日本奥林巴斯公司）。
由经验丰富的内镜医师通过 ＥＵＳ 在切除术前评估

病变的位置、起源和程度。 ＧＳ 的回声结构分为同质

或异质性，回声类型分为低回声、高回声和混合回

声，记录 ＧＳ 的大小、范围和边界，以 ＥＵＳ 图像上 ＧＳ
最长轴为病变长径。

３．手术治疗组：２１ 例外科手术患者均在全麻下

经开腹或腹腔镜手术行 ＧＳ 切除，术中常规检查腹

腔及腹膜是否有转移，在手术切除过程中常规进行

快速病理诊断。
４．内镜治疗组：内镜切除治疗均由熟练的胃肠

内镜医师进行，采用标准的内镜治疗方案（图 ２、３），
分为 ＥＳＥ 和 ＥＦＲ。 患者使用丙泊酚（１ ０ ｍｇ ／ ｋｇ）或
咪达唑仑（０ ０３５ ｍｇ ／ ｋｇ）进行镇静麻醉，在整个切

除过程中持续监测心肺功能。 首先使用氩离子凝

固术（ ＶＩＯ ３００Ｄ，德国爱尔博公司） 在病灶边缘

０ ５ ｃｍ处进行标记，然后向黏膜下层注射含亚甲蓝

和肾上腺素的 ０ ９％氯化钠溶液，再由内镜医师用

Ｄｕａｌ 刀 （ ＫＤ⁃６５０Ｌ，日本奥林巴斯公司） 或 ＩＴ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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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Ｄ⁃６１０Ｌ，日本奥林巴斯公司）将肿瘤与周围的胃

组织完全分离，使用止血钳（ＦＤ⁃４１０ＬＲ，日本奥林巴

斯公司）在切除区凝固可见的活动出血血管，以防

止延迟出血，使用金属夹夹住创面［１３］。 如果创面较

大难以夹闭，则用金属夹辅助的荷包缝合完整封闭

创面［６］，完整切除是指肿瘤切除后内镜下没有任何

可见的残余肿瘤。
５．内镜切除术后处理：术后常规予禁食、抑酸、

补液等处理。 如术中有穿孔等不良事件发生，则予

胃肠减压、抗感染等对症治疗。 密切监测患者体

温、血压、脉搏、呼吸等生命体征。 如病情平稳，一
般术后 ２４ ｈ 予进流食；对于术中穿孔、创面较大者

可适当延长禁食时间。 患者术后第 ３、６、１２ 个月及

之后每年进行一次胃镜复查。
６．病理：切除的新鲜标本经 １０％中性福尔马林

（４０％甲醛溶液）固定，石蜡包埋，常规切片、ＨＥ 染

色，由两位病理专家在不了解临床和内镜信息的情

况下，对每个病例进行独立评估；免疫组化染色检

测包括 Ｓ１００、 ＣＤ３４、 ＣＤ１１７、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ｃｔｉｎ、
Ｄｅｓｍｉｎ 和 Ｋｉ⁃６７，常规设阴性和阳性对照。

７．统计学：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进行统计分析，分析

了 ＧＳ 的临床、内镜、病理组织学特征和患者预后；
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

验和 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法；计量资料满足正态分布者

以 Ｍｅａｎ±ＳＤ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 检
验。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临床资料：３８ 例患者中男 １１ 例（２８ ９％）、女
２７ 例（７１ １％），年龄（５２±１０）岁（４１ ～ ６３ 岁），肿瘤

长径（２ ５±１ ２）ｃｍ（０ ６ ～ ４ ５ ｃｍ）。 １５ 例（３９ ５％）
患者有上腹不适，余无明显症状；５ 例男性患者有吸

烟史，２ 例有饮酒史。 所有患者肝功能、外周血细胞

计数、 肿瘤标志物如癌胚抗原、 ＣＡ７２⁃４、 ＣＡ１２５、
ＣＡ１９⁃９ 和甲胎蛋白等实验室检查未见明显异常。

２．内镜特征：ＧＳ 分布于胃体 ２７ 例（７１ １％）最

多，其次为胃窦 ８ 例（２１ １％）和胃底 ５ 例（７ ９％）。
白光内镜检查发现 ３８ 例（１００％）病灶均为隆起型

（巴黎分型 ０⁃Ⅰ，图 １Ａ），３６ 例（９４ ７％）胃黏膜正

常，２ 例（５ ３％）胃黏膜表面轻度溃疡。 经 ＥＵＳ 检查

发现 ＧＳ 表现出特征性的回声特征：肿瘤均起源于

固有肌层，呈圆形或卵圆形，低回声，边界清楚；２３
例（６０ ５％）病灶为高、低混合回声（图 １Ｂ），１５ 例

（３９ ５％）病灶为均一低回声。 ＧＳ 的内部回声特征

与肿瘤大小有关，肿瘤长径≥２ ｃｍ 病灶中有 ２１ 例

（８０ １％，２１ ／ ２６）为异质性低回声，肿瘤长径＜２ ｃｍ
病灶仅有 ２ 例（１６ ７％，２ ／ １２）为异质性，两组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０１）。 所有病灶未见囊变、分
叶及钙化。

３．内镜切除疗效：内镜切除 ＧＳ １７ 例，其中 ＥＳＥ
切除 ６ 例和 ＥＦＲ 切除 １１ 例（图 ２Ａ～２Ｇ），内镜切除完

整切除率为 １００％，中位手术时间为 ５４ ｍｉｎ（１０ ～ １２０
ｍｉｎ）。 术中出血 ２ 例，均采用热钳成功止血；术中穿

孔 １１ 例，８ 例使用金属夹夹闭，另 ３ 例创面较大，遂用

金属夹辅助的荷包缝合夹闭创面。 患者均未发生迟

发性出血，８ 例经 ＥＦＲ 切除患者术后出现白细胞升高

及体温升高，１ 例男性患者出现轻微局部感染，经保

守治疗后好转，大部分患者术后 ２４ ｈ 恢复流质饮食，
内镜切除术后 ３ 个月复查创面愈合（图 ２Ｈ）。

４．内镜切除组与手术切除组比较：内镜切除组

（５２ ９±７ ０）岁，手术切除组（５２ ６±１２ ７）岁，组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６３７）。 内镜切除组男女

比为 ４ ∶１３，手术切除组男女比为 ７ ∶１４，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７２１）。 内镜切除组肿瘤长径

（２ ３±１ １）ｃｍ，手术切除组肿瘤长径（２ ６±１ ４）ｃｍ，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５１１）。 内镜切除组

与手术切除组各发生术后感染 １ 例，均经保守治疗

恢复，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１ ０００）。 内镜切

除组与手术切除组均未出现严重的内镜无法控制

的术中出血、术后出血及穿孔。
５．切除术后住院情况：胃功能恢复时间（即首次

进流食时间） 内镜切除组明显短于手术切除组

［（１ ２±０ ４）ｄ 比（２ ７±０ ７）ｄ，Ｐ＜０ ００１］，术后住院

时间内镜切除组明显短于手术切除组［（４ ６±０ ６）ｄ
比（９ ６±４ ４）ｄ，Ｐ＜０ ００１］，住院总费用内镜切除组

亦明显低于手术切除组［（２１ ９６５ ０±９３４２ ４）元比

（３４ ２５３ ３±１０ ５２０ ９）元，Ｐ＜０ ００１］。
６．组织病理学：ＧＳ 从宏观上看，肿瘤呈黄白色

肿块；组织学检查，见瘤细胞呈梭形、栅栏状或编状

排列，无核异型（图 ３Ａ）；免疫组化结果显示所有肿

瘤 Ｓ１００ 均阳性（图 ３Ｂ），Ｄｅｓｍｉｎ 和 ＣＤ１１７ 均阴性，
仅两个病灶中发现 ＳＭＡ 和 ＣＤ３４ 散在阳性，Ｋｉ⁃６７
指数为 １％～８％。

７．随访：该研究的中位随访期为 ３４ 个月（２６ ～
１２３ 个月），随访期间患者均未出现局部复发或远处

转移，两组在随访结束时均无疾病相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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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胃神经鞘瘤内镜检查 　 １Ａ：内镜下见胃部病灶呈隆起型；１Ｂ：内镜超声检查显示不均质低回声肿物，内部固有肌层高回声 　 　
图 ２　 内镜切除治疗胃神经鞘瘤　 ２Ａ：黏膜下白色肿物；２Ｂ：分离肿瘤；２Ｃ：肿瘤切除后可见穿孔；２Ｄ：用金属夹夹闭创面；２Ｅ：金属夹辅助的

荷包缝合夹闭创面；２Ｆ：伤口完全闭合；２Ｇ：切除的肿瘤；２Ｈ：术后 ３ 个月伤口愈合　 　 图 ３　 胃神经鞘瘤病理及免疫组化检查　 ３Ａ：肿瘤组

织学检查显示淋巴细胞套　 ＨＥ　 ×２０；３Ｂ：免疫组化分析显示 Ｓ１００ 染色阳性　 ×１００

讨　 　 论

胃肠道神经鞘瘤较为少见，而胃是最常见的部

位［１４⁃１７］。 ＧＳ 占所有胃良性肿瘤的 ３％ ～４％，有研究

表明在 １９１ 例胃肠道间质瘤中 ＧＳ 仅占 ６ ３％［１８⁃１９］。
该肿瘤主要见于中年至中老年，在本研究中患者平

均年龄 ５２ 岁，男女比例为 １１ ∶ ２７，女性 ＧＳ 较为常

见，与文献相符［２０⁃２２］。
ＧＳ 患者一般无明显症状，通常只有在出现消化

道出血或腹部不适等并发症时才会被发现。 在本

研究中， ３８ 例患者中 ３９ ５％ 出现上腹部不适，
６０ ５％无明显症状，多数患者无特殊个人史及家族

史。 虽然有研究显示 ＧＳ 术前检测血清 ＣＡ１９⁃９ 升

高［２３］，但在本研究中癌胚抗原、 ＣＡ７２⁃４、 ＣＡ１２５、
ＣＡ１９⁃９、甲胎蛋白等肿瘤标志物均正常。 ＧＳ 的 ＣＴ

和 ＭＲＩ 影像学特征与胃间质瘤极为相似，无明显特

异性，所以对其诊断价值有限。
ＧＳ 的内镜特征类似于胃黏膜下肿瘤，无明显特

异性。 有研究发现 ＧＳ 最常见于胃体［２０］，同样本研

究发现 ７１ １％ 的 ＧＳ 发生在胃体， 其次为胃窦

（２１ １％），常规白光内镜检查发现所有病变为隆起

型，大部分胃黏膜正常，仅有 ２ 例胃黏膜轻度溃疡，
由于 ＧＳ 起源于固有肌层，所以常规内镜下黏膜活

检往往并不能做出诊断。
近年来，人们对 ＧＳ 的 ＥＵＳ 特征进行了描述，包

括肿瘤的起源层次、边界和内部回声［２４⁃２５］。 虽然研

究显示 ＧＳ 的回声比固有肌层低得多，但包括我们

的研究在内的其他研究表明，ＧＳ 是一个带有高回声

的低回声病灶［２４，２６］。 本研究中所有病变起源于固

有肌层，病灶呈圆形或卵圆形，低回声，边界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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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肿瘤（６０ ５％）为高低混合回声。 ＧＳ 的内部

回声特征与肿瘤大小有关，肿瘤长径≥２ ｃｍ 时，异
质性低回声多见，这可能是 ＧＳ 的一个特性，所有病

变未见囊变、分叶及钙化。 虽然 ＥＵＳ 在描绘 ＧＳ 的

形状、范围和回声方面非常有用，但最终的诊断必

须通过组织学检查来确定。 ＧＳ 与胃间质瘤在常规

内镜与 ＥＵＳ 的特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术前很

难区分这两种类型的肿瘤［２５］。 ＥＵＳ⁃ＦＮＡ 是一种安

全有效的上消化道黏膜下病变的穿刺方法，与传统

的钳活检技术不同，ＥＵＳ⁃ＦＮＡ 可以对深部病变进行

取样，这些病变可能涉及黏膜下层或固有肌层。
ＥＵＳ⁃ＦＮＡ 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技术，可以最低风险获

得黏膜下病变的组织样本［２７⁃２９］。 据报道，ＥＵＳ⁃ＦＮＡ
可鉴别＜２ ｃｍ 的胃黏膜下肿物［３０］。 在 ＧＳ 的诊断过

程中，对组织标本进行 Ｓ１００ 的免疫组化分析对该病

的诊断至关重要，Ｓｔｅｌｏｗ 等［３１］ 的研究表明，通过免

疫组化分析，可区别神经鞘瘤与其他间质瘤，对最

终病理诊断具有较高的预测作用，由于患者行内镜

切除，考虑患者费用问题，我们未行 ＥＵＳ⁃ＦＮＡ。
虽然大多数 ＧＳ 属良性病灶，但也有恶性 ＧＳ 报

道，如 Ｌｏｆｆｅｌｄ 等［９］回顾分析了 ８ 例恶性 ＧＳ，其中 ７
例伴有神经纤维瘤病，３％ ～ ２９％的多发性神经纤维

瘤病患者会发展成某种类型的恶性神经鞘瘤，该类

患者预后差，病程快，化疗反应差，大多数患者在 ２
年之内死亡，平均五年生存率为 ２３％，由于 ＧＳ 具有

恶性潜能，且与包括胃肠道间质瘤在内的其他黏膜

下肿瘤难以区分，所以手术切除是治疗 ＧＳ 的首选

方法。 目前，内镜下切除已用于治疗 ＧＳ［６⁃７］。 本研

究显示，ＥＳＥ 或 ＥＦＲ 对 ＧＳ 的诊断和治疗是安全有

效的。 事实上，尽管 ＧＳ 位于固有肌层深处，但内镜

下切除仍能达到完整切除，所以侵袭性更小，更为

有效、安全、经济。 与手术切除组相比，内镜切除组

的并发症发生率更低，内镜切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为 ５ ９％，而手术切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９ ４％，在我们内镜切除组中，１１ 例行 ＥＦＲ 患者发生

穿孔。 在手术过程中，通过内镜切除制造主动穿孔

以达到完全切除的目的，然后予金属夹辅助的荷包

缝合闭合伤口，术后患者只有体温升高和白细胞增

多。 随着内镜技术的发展和内镜医师技术水平的

提高，ＥＦＲ 穿孔已可以成功闭合，避免了追加外外

科手术干预，封闭创面的技术有很多，如尼龙绳缝

合、尼龙绳联合金属夹和网膜补片法等［１３，３２］。 所有

患者未发现迟发性出血，８ 例患者在 ＥＦＲ 后体温升

高，白细胞升高，但很快体温恢复正常，无手术相关

性死亡、消化道出血或腹部脓肿，仅有 １ 例轻微局部

感染，经保守治疗后恢复正常，内镜组术后 ２４ ｈ 恢

复流质饮食，无腹膜炎、腹壁脓肿等并发症发生。
因此，ＧＳ 可能可以通过内镜切除进行局部切

除，与手术切除组相比，内镜切除组术后住院时间

显著缩短（Ｐ＜０ ００１），术后首次进流食时间明显短

于手术切除组（Ｐ＜０ ００１），住院费用显著降低（Ｐ＜
０ ００１）内。 同时，在中位 ３４ 个月的随访中，２ 组均

无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
对切除标本进行了组织病理学和免疫化学检

查，ＧＳ 为孤立的黄白色肿块，组织学上，所有瘤细胞

呈梭形、栅栏状或编状排列，本研究中发现，即使肿

瘤长径为 ４ ｃｍ，也未见核异型增生，ＧＳ 的免疫细胞

化学结果显示所有病灶 Ｓ１００ 均阳性，Ｄｅｓｍｉｎ 和

ＣＤ１１７ 均阴性，仅有 ２ 例病灶 ＳＭＡ 和 ＣＤ３４ 阳性，
但无弥漫性免疫反应，Ｋｉ⁃６７ 指数很低；本研究表

明，大部分 ＧＳ 是良性的，内镜治疗安全、侵入性小，
因此 ＧＳ 患者可以进行内镜下治疗。

本研究为一项只有 ３８ 例 ＧＳ 病例的单中心回

顾性研究，建立 ＧＳ 诊断和治疗的标准方案还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本研究的另一个局限性是随访时间

短，我们需要对治疗结果进行长期研究，以充分确

定内镜下切除 ＧＳ 的安全性和远期疗效。
综上所述，我们描述了 ＧＳ 的内镜和超声的特征，

并介绍了我们成功切除这一罕见病灶的经验。 ＥＳＥ 或

ＥＦＲ 是一种很有前途的内镜技术，可以更完整地切除

ＧＳ，与手术治疗相比，内镜组术后住院时间更短，术后

首次进流食时间更短，并发症发生率更低，住院费用更

少。 由于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且样本量小，该
研究结果需要在更大规模的研究中得到验证，特别是

包括内镜切除 ＧＳ 的可行性和临床长期结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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